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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WENHUA

核心
提示

8月24日，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奖名单公布，25部作品和5名译者获奖。我省作家
苏兰朵创作的《白熊》获中短篇小说奖、刘国强创作的《罗布泊新歌》获报告文学奖。

“骏马奖”是中国作协颁发的4个重要奖项之一，也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最高奖项。省作协于第一时
间向两位作家发去贺电，勉励他们继续用文学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讲好辽宁故事。

清代宫廷用品展正在沈阳故宫
展出，展出的 150 余件馆藏珍贵文
物，使观众能够近距离欣赏清代宫
廷珍宝。

本次展览展出的文物涵盖了清
朝从开国到鼎盛，再到晚期各类清宫
用品，如皇太极时期的弓箭、信牌及
宗教用器；康熙、乾隆喜爱的画作；精
致小巧的倒流壶；嘉庆用的茶具；同
治、光绪及溥仪婚礼定制的瓷器、织
绣品、首饰等。其中“明黄玉夔龙纹
觥”“清青玉觥”以及“清象牙雕酒令
筹”等都是首次展出，工艺精美，令人
赞叹。

本次展览分四个单元。“锦衣
‘喜’器 大婚专属”单元展出的是专
门为同治帝、光绪帝及溥仪婚礼定制
的瓷器、织绣品、首饰等。“书画清玩
撷趣生活”单元展出的是为皇帝东巡
之旅增添情趣的绘画作品、文房清供
等。从乾隆起，凡是皇帝特别喜欢的
字画，都要盖上鉴赏印章，如“乾隆御
览之宝”“嘉庆鉴赏”等，相当于今天

的“点赞”。本单元展出的《清永瑢设
色梅谷携琴图卷》上，卷前、卷后及
中部上侧分钤“石渠宝笈”“石渠定
鉴”“宝笈重编”“乾隆御览之宝”“御
书房鉴藏宝”“乾隆鉴赏”“三希堂精
鉴玺”“宜子孙”“嘉庆御览之宝”“宣

统御览之宝”等皇家鉴藏、收藏印多
方，可谓深受皇帝们的喜爱。而在

“琳琅御品 随驾盛京”单元中，首次
展出了乾隆东巡盛京时所使用的部
分卤簿仪仗，如锦幡和与指挥中和
韶乐所用的乐麾等，直观地让参观

者了解清朝帝王东巡礼仪制度。据
策展人、沈阳故宫博物馆研究馆员
王丽介绍，古代帝王出行、朝会，随
行或陈列的仪仗称之为卤簿。清代
卤簿制度定型于乾隆时期。“皇帝卤
簿分为四等，即大驾卤簿、法驾卤
簿、銮驾卤簿和骑驾卤簿。本次展
出的彩缎幡是乾隆东巡盛京时使用
的，属于銮驾卤簿。”王丽说。

观众走进展厅，还能看到皇太极
时期的弓箭、信牌等，这些文物见证
了清朝开国历程。

沈阳故宫博物馆馆长李声能说，
推出清代宫廷用品展是沈阳故宫精
心打造的常设展览。“皇矣陪都，实为
帝乡”，乾隆皇帝在《盛京赋》中曾这
样赞美故乡沈阳。从康熙时起至清
末，陆续有数以万计的“皇家秘籍”和
宫廷用品送至盛京，或为皇帝驻跸期
间使用，或为尊崇陪都。盛京皇宫因
此成为当时贮藏清宫物品的三大宝
库之一，充分彰显出盛京至尊的“帝
乡”气派。

沈阳故宫展出150余件馆藏清宫用品
本报记者 杨 竞 文并摄

《八佰》的档期一定，这部电影
便被赋予重任。疫情之下，它是救
市之作。从点映到公映，《八佰》引
发评论热潮。否定者说它是歪曲
历史；肯定者说它是唤醒之作。仔
细琢磨这些评论，会发现，评论者
不是在说电影，而是在说电影之外
的东西。

说白了，《八佰》是一部电影作
品，不是历史的记录和还原，所以，
它承载的只能是艺术能够承载的东
西。作为普通的电影爱好者，我希
望看到那些回到影片本身，谈论《八
佰》作为一部电影有何独特之处的
影评。

在全媒体的环境里，只要愿
意，谁都可以成为影评人。千字文
章 ，三 言 两 语 ，写 了 就 能 发 表 出
来。特别是前些年的 DVD 机器，
培养了一批特别厉害的观影群体，
他们来写影评，看影片的眼光和评
论标准往往惊到职业影评人。不
管谁做影评人，谁来写影评，是影
评人就要有影评人的操守，是影评
就要有影评的品格。影评人的操
守 是 要 尽 一 点 电 影 守 夜 人 的 责
任。用影评人毛尖的话说，“至少
能以不苟且的方式守住尊严，毫不
犹豫地站到正义一边”。电影工业
化后，追求市场效益，值得看的好
电影不是很多。影评人要做的，就
是在芜杂的电影产品中发现值得
看的好电影。当然，每个人都有自
己的心头好，然而，这不等于衡量
一部电影的好坏没有了标准。标
准始终在那儿，是文化消费品还是
艺术作品，就看有没有艺术品质。
是艺术，就尊重个体存在，尊重人
性常态，维护心灵独立，维护生命
尊严，最终要释放精神力量。写影

评的人能不能称得上影评人，就要
看他在影评中能不能坚守电影作
为艺术的美学原则。

影评人要尽到电影守夜人的
责任，关键是要熟悉影片，精读影
片，看懂影片。法国导演特吕弗曾
经是著名的影评人，他说：“我认识
到看过三遍就写影评，是件很冒昧
的事情。”有评论者说，做影评就是
把别人看出来却说不出来的说出
来，把别人看不出来的看出来，而
且说出来。这是对影评的高要求，
做到这点，起码影评人得多看几遍
影片，把影片看透，然后再咀嚼自
己的感受，感受最强的那一点，就
是影评人的独特发现。

我刚到文联工作时，不知电影
为何物却写起影评，现在不敢写了，
原因很简单，我意识到自己电影专
业知识的储备不够。从真正意义上
讲，以前写的影评不是影评，而是对
一部电影的文学解读。最近，罗杰·
伊伯特《伟大的电影 2》出版，这是
触动我谈论影评的另一个原因。《伟
大的电影》是罗杰·伊伯特的影评
集，8年前我拿到第一本时，羡慕他
的敏锐和感受能力，更惊讶他完备
的知识体系。例如，他评论特吕弗
的影片《四百击》，他既是在解读影
片，也是在解读特吕弗，一篇短短的
影评，让我们知道这部影片的伟大
之处和特吕弗不平凡的人生经历，
还让我们了解了特吕弗为什么能够
拍出这样一部电影。

罗杰·伊伯特在《伟大的电影》的
“导言”中说：本书列出的电影中有许
多部看过十几遍，其中有47部一个
镜头一个镜头地研究过。这位影评
人让我明白了当影评人的不易，知道
影评是一种有专业高度的写作。

说说影评
洪兆惠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 王臻青
报道 8 月 25 日，辽宁省文化遗产
保护中心特别策划的“我们的节
日·七夕”直播活动在微博、快手平
台同步开启，非遗保护专家、民俗
专家王光，及锦州面塑代表性传承
人张斌、医巫闾山满族剪纸传承人
沈强做客“辽宁文 化 遗 产 ”直 播
间，线上讲解东北地区“七夕”习
俗及民间故事、现场展示传统非

遗技艺。
“七夕”是我国传统节日，为每

年农历七月初七，亦称乞巧节、少女
节、双七节，是民间传说中牛郎织女
在天河相会的日子，也是中国传统
节日中最具浪漫色彩的一个。2006
年，“七夕”节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直播中，王光介绍了东北地区
“七夕”节的文化传承。

省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云”上推出“七夕”直播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8
月25日，中国东方乐团应邀在中国
园林博物馆举办“巧乐筝辉 七夕琴
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云”展演活
动。国家一级演员、中国东方乐团
团长、辽宁籍古筝演奏家姜淼率团
演奏了多首古筝新筝曲目，给观众
带来一场别样的视听盛宴，演出在

线上同步播放。
中国园林博物馆是以园林为主

题的国家级博物馆，位于北京市丰
台区鹰山脚下。中国东方乐团的演
奏家在风景如画的园林中演奏了一
首首动人心弦的乐曲。演出现场，
观众静静地聆听着美妙的乐曲，尽情
地享受着美好生活的时光。

中国东方乐团
举办优秀传统文化“云”展演

8月 25日，记者从辽宁芭蕾舞团
获悉，9月8日、9日，该团将正式恢复
舞剧演出。首场演出为原创芭蕾舞
剧《花木兰》。记者从辽宁大剧院了
解到，连日来，辽宁芭蕾舞团复演的
消息令辽沈观众欣喜，开始售票的当
天观众购票踊跃。记者从省文化和
旅游厅了解到，这两场演出是辽宁省
第十一届艺术节率先登场的剧目。
为了践行艺术惠民理念，艺术节专场
展演实施惠民票价，使广大观众能够
欣赏到高品质的芭蕾演出。

芭蕾舞剧率先亮相省艺术节

芭蕾舞剧《花木兰》以中国古典
文学为蓝本，以舞蹈为载体演绎古代
传奇故事。该剧是中国经典文学形
象与西方经典艺术形式的结合，并融
入大量中国古典舞以及现代舞元素，
与芭蕾相结合演绎脍炙人口的民间
故事。芭蕾舞剧《花木兰》由王勇、陈
惠芬担任编剧、导演，刘彤担任作曲，
张继文担任舞美设计，宋立担任服装
设计，俄罗斯著名灯光设计师谢尔

盖·马狄诺夫担任灯光设计，由辽芭
优秀演员联袂演出。《花木兰》是继原
创芭蕾舞蹈诗《辽河·摇篮曲》、原创
芭蕾舞剧《八女投江》后，辽芭又一部
原创芭蕾舞剧。

芭蕾舞剧《花木兰》剧组的国际巡
演足迹已遍布亚洲、欧洲、美洲、非

洲。该剧以经典的故事、唯美的演绎，
享誉海内外，被海外观众誉为“不容错
过的中国芭蕾舞剧”。在国家艺术基
金的资助下，芭蕾舞剧《花木兰》做了
全新的升级改版，将以更加丰富、饱
满、多元化的艺术呈现，展现这段家喻
户晓的英雄传奇。

主演均为国际大赛获奖者

辽宁芭蕾舞团此次派出强大演
出阵容复演《花木兰》，几位主演均为
国际舞蹈比赛获奖选手。首席主演
张海东曾获第七届维也纳国际芭蕾
舞大赛特别大奖，首席主演敖定雯曾
获第六届上海国际芭蕾舞比赛成年
组女子金奖，首席主演王占峰曾获第
九届首尔国际舞蹈比赛金奖，独舞演
员李偲旖曾获第二十八届瓦尔纳国际
芭蕾舞比赛少年组金奖，独舞演员常
斯诺曾获第二十八届瓦尔纳国际芭蕾
舞比赛成年组金奖，他们将展现黑土
地上最强芭蕾艺术力量。

启动17场全国巡演

据了解，以 9 月 8 日、9 日在辽宁
大剧院的演出为开端，辽宁芭蕾舞团
建团40周年全国巡演将全面启动。9
月至 11 月，该团将前往内蒙古自治
区、河北、山东、上海等地，完成《花木
兰》17场巡演。

启动全国巡演

辽芭复演舞剧《花木兰》
本报记者 王臻青 朱忠鹤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8
月 25 日，“奋进新时代·劳动筑梦”
沈阳市总工会宣传文化大篷车慰
问演出来到沈阳新宝路航空科技
有限公司，沈阳市工人文工团为一
线工人演出了“我们的节日”“七
夕”主题节目。

此次活动旨在弘扬中华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演出节目包括歌
舞、语言类节目、魔术表演等。本次
活动由沈阳市总工会主办，大东区
总工会、沈阳市工会事务与职工服
务中心、沈阳市工人文工团承办。

文化大篷车到基层慰问演出

我省是全国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
省份之一。少数民族作家以汉语创作
为主，用母语创作者较少，所以在创作
上少数民族作家与汉族作家并无区
别，他们热爱家乡，热爱民族文化，创
作出诸多具有浓郁地域文化色彩和民
族特色的优秀文学作品，在历届辽宁
文学奖评选、省作协签约作家评聘上，
少数民族作家都占有较高比例。“骏马
奖”自 1981 年创办以来，举办了 12 届
评奖，我省共有16位少数民族作家先
后20次获奖。

记者了解到，省作协十分重视少
数民族作家群体的成长。在人才培育
方面，注重推荐少数民族作家到鲁迅

文学院学习深造，积极向中国作协推
荐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省作协实施的

“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定点深入生活
项目”“金芦苇”精品工程，都会特别考
虑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在实施的“青年
作家导师制”中，把培育和扶持少数民
族青年作家当成其中重点工作内容。
当下辽宁少数民族文学的生长，已呈
现出愈加鲜明的“辽东满族作家群”

“辽西满蒙作家群”的文学地理特色，
它们相互交融，既相互激荡，又相互补
充借鉴，形成了较为宽广和包容的辽
宁文学现象。

这些，正是两位作家获奖的文学
与地域背景。

12届评奖和20次获奖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沈
阳市图书馆日前为读者推出“遇见
好书”线上阅读新栏目，包括“阅动
新榜”“重温经典”两部分内容。

“ 阅 动 新 榜 ”追 踪 国 内 多 个
权威读书排行榜，引领阅读；“重
温经典”将古今中外的名著典籍
介绍给读者。8 月“阅动新榜”推
荐 的书目有《你当像鸟飞往你的
山》《作品》《和博尔赫斯在一起》
等。“重温经典”推荐的书目有《格

列佛游记》等。此外，沈阳市图书
馆 还 为 读 者 安 排 了 线 上 公 益 讲
座、公益演出，丰富了疫情防控常
态化下读者的文化生活。

据介绍，公益讲座有《国家治
理 现 代 化 中 的 中 国 道 路》《全 媒
体时代如何讲好沈阳故事》《美丽
的家乡故事：沈阳地方历史文化
综述》《佳作赏析：交响乐——维
也纳新年音乐会》等。此外，还有
线上评剧花派艺术专场演出。

沈图阅读新栏目上线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近
日，辽宁省民族管弦乐学会推出“线
上公益性民族器乐系列大讲堂”活
动，首期线上公益大讲堂就邀请了
当代胡琴演奏家、教育家、作曲家，
沈阳音乐学院民乐系教授赵夺良进
行胡琴知识普及讲座。

大讲堂上，赵夺良讲解了《阿曼
尼沙》《雨飞舞》《乔家大院交响曲》
三首胡琴名曲，还对胡琴的发展历

史进行了解读。首期课程深受广大
胡琴爱好者的欢迎。

赵夺良说：“民族音乐的传播离
不开新媒体，我经常在线上‘以乐会
友’，在微信朋友圈分享各类民乐作
品。为我点赞的那些‘乐友’，既有
专业作曲家、演奏家，也有音乐爱好
者。我相信，民族音乐文化的广泛
传播，一定能让民乐在人民群众中
推广开来。”

线上公益民乐系列大讲堂开课

我省两位满族作家获“骏马奖”

用文学方式讲好中国故事
本报记者 赵乃林

《白熊》是中短篇小说集，内容以都
市情感题材为主，涉及家族亲情、童年
友情等领域。书中收录了中篇小说

《歌唱家》《白熊》《白马银枪》，短篇
小说《梦中的婚礼》《小麦经过的夏
天》等。《罗布泊新歌》是刘国强继

《日本遗孤》《浪子的春天》之后创作
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作品全景式
描绘了中国钾肥事业从无到有、不
断发展壮大的曲折历程，讲述了李
守江和他的团队在罗布泊艰苦创业
的感人事迹。

两位作家均为满族，他们的文学
之路并没有刻意地追求满族题材创
作，但基于血脉相承的情感，他们的作

品中往往并不缺乏满族的文化基因。
苏兰朵说，她的小说大多描写当下城
市生活，纯满族题材的作品写得不多，
但会有意识地嵌入满族文化的元素。
刘国强说，他的创作题材比较广泛。
主要有农村题材的小说、散文，都市题
材的爱情小说，抗战题材的长篇小说
及长篇报告文学。近年，仅工业题材
的长篇报告文学就创作了4部，《罗布
泊新歌》是其中之一。“我虽然为满族，
但生活在西丰和沈阳两个非少数民族
地区。从小就融合在多民族聚居的生
活区域，并没有刻意进行满族题材的
创作。但对满族许多民俗文化很感兴
趣。”刘国强说。

《白熊》与《罗布泊新歌》

对于此次获奖，苏兰朵和刘国
强都持有平常心。苏兰朵告诉记
者，这是她第二次入围“骏马奖”，上
一次是小说集《寻找艾薇儿》。她
说：“4年评一次，8年过去了。我写
作也有15年了，评委对我的肯定证
明我一直在进步。”但话锋一转：“获
奖对我来说，就像一次加油，是我继
续创作的动力，我还会按照原有的
节奏和计划进行创作。”

刘国强说：“获奖只是创作旅途
中的一个平凡小站，加足了旅途所
需给养，继续前行。奖项犹如走夜
路有圆月伴随，很开心。可是即使
没有月亮，打着手电筒也不能耽误
前进。作为职业作家，最重要的是

坚守职业精神。获奖是一种激励，
会提醒和检视自己，分析作品的长
处和不足，整理戎装再战，把视点和
精力放在新作品的创作上。”

“此刻，你最想跟大家说什么？”
记者就此分别问两位作家。

苏兰朵说：“首先我想说，纯文
学创作与阅读越来越小众，但它永
远不会消亡。年轻人不应该放弃纯
文学阅读，误以为商业文学是文学的
唯一样式。然后我想说，作家只是一
种生活方式，是天长日久工匠般的劳
作。鲜花和掌声只是瞬间的事。”

刘国强答：“获奖是昨天的事，
如翻过去的一页书。我的精力已经
放在今天，翻开新的一页。”

获奖只是创作旅途中的一个平凡小站

清冬青釉青花釉里红桃式壶。 清乾隆款粉彩双凤耳白鹿尊。

芭蕾舞剧《花木兰》剧照。 （辽宁芭蕾舞团供图）


